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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間天主教中學長大，雖然至今仍未有宗教信仰，但對於當年神

父的教導印象深刻，一直記在心裡。神父相信每一個學生都總有他的長處；

那不一定跟讀書、考試有關，甚至可能是課室、書本以外的。但重要的是，

每一個人都會在某一方面擁有潛能，問題是如何幫助他發現這一點，好好

發揮。此外，每一個人都應該有他的機會 － 一個或兩個機會，讓人盡其

才，各有發揮的空間。所以，他們相信只要一個人不至於對自己失去信心，

便有改變的可能。 

 

他們的教學方法注重鼓勵，不求每一個學生都出類拔萃，優異卓越，

但希望他們都會嘗試，盡力而為。在他們的教導下長大，我們相信機會會

在自己的面前出現。 

 

當然，這樣說並不表示當時的香港社會裡，不存在差異、不平等，以

至我們天真地相信，機會自動會在眼前出現。事實上，剛好相反，在上世

紀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不平等是相當明顯的。性別不平等最明顯地表現

於女孩子因為家庭的需要（ 例如供養弟妹升學），而提早離開學校，外出

工作。她們沒有機會接受更高的教育，不是因為能力所不逮，又或者對學

習不感興趣，而是因為家庭的各種需要，不由她們自行決定，而被逼放棄

學業。至於階級差異，也是經常都可以感受得到的。論反映收入不平等的

堅尼系數，香港的情況從來都不叫人鼓舞。所以，這裡所說每人都有他的

機會，倒不是鼓吹某種香港遍地機會的神話。但瞭解到外在環境的局限，

並不就等於說我們無能為力沒有尋求轉變的可能。神父給我們的鼓勵是無

論環境如何艱難，我們都應該為有可能在眼前出現的機會，做好準備。 

 

那種準備，指的是心理上的準備。中學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不是

課室內的正規學習，而是各種課外活動和體育運動。它們對學生的一種重

要的影響，是大家都重視參與、投入和團隊精神。要做出一點成績來，不

可能不勞而獲；參與和投入，並且全力以赴，是爭取成功的最基本要求。

而在付出的過程之中，分工合作，始能發揮團隊的優勢，眾志成城。而團

隊的重要性在於集體並不僅就只是個人的總和，而是當大家走在一起的時

候，每個人的表現都會較他單獨時更好。在球場之上，人人多走一步，不

分彼此，坦誠合作，鬥志十足，往往可以有出人意表的結果。很多時候，

只要每個人在他的崗位上做好他的角色，並且嘗試再多做一點，匯聚力量，

可以啟動改變。 



 

神父所言：我們不需要等待最聰明或最有能力的人，才可以將事情做

到最好。只要願意嘗試和付出，誰都可以做出一點成績來（ 至於怎樣才

算是令人滿意的成績，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坦白說，在我的前半生之中，其實沒有經歷過甚麼重大挑戰或考驗。

嚴格來說，也沒有克服過甚麼困難。的確，在中學一年級的時候，我曾經

排在全級最後的位置，考試「包尾」。但比對於很多人的經歷，只是小事

一宗，一個普通故事而已。而在我所讀的中學裡，如前面所說，學業成績

並非評估個人表現的唯一標準，在同學的鼓勵之下，很快便重新開始。而

因有神父那種鼓勵嘗試的校園風氣，自信從未崩潰，當找到新的目標的時

候，很快亦有了努力的方向。 

 

幸運地，機會不止一次的在我面前出現。那多少跟運氣有點關係。不

過，無論運氣是好是壞，我能控制的，是平日做好準備，對每個機會都珍

而重之，不會輕易放棄。所以，究竟是機會找到自己，還是自己找到機會，

我從來沒有怎樣想過這個問題。只有做好準備和願意面對機會，那麼眼前

的機會才會有意思，才會是有可能的事情。 


